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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juries and deaths in case of an accident, efficient measures are taken and vehicles are provided with relative

safety equipments as well. When an accident comes, the drive and the passengers might get hurt or go faint; sometimes one is

probably not able to move a bit or get out of the twisted wreckage at the scene. This Smart Safety-Protection Technology for Vehicle

makes full use of the equipments in time before any rescue arrives from outside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heavy casualties.

The research carried here is especially into most perilous outbreak of fire inside a vehicle and the rescue from it. In order not to

block the rescue work and to warn other vehicle nearby of another crash afterwards, it is happens, a tank is leaking or a break comes

in the electric circuit that causes a 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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